
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
Journ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

ISSN 2096-1340,CN 61-1501/R 

 

 

 

 

《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》网络首发论文 

 
题目： 基于六经病“欲解时”解读仲景时间医学的应用 
作者： 周千，易亚乔，陈延杰，刘林，宋祯彦 
网络首发日期： 2024-04-11 
引用格式： 周千，易亚乔，陈延杰，刘林，宋祯彦．基于六经病“欲解时”解读仲景时

间医学的应用[J/OL]．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. 
https://link.cnki.net/urlid/61.1501.R.20240409.1330.008 

 
 
 
 
 

 
网络首发：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，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、排版定稿、整期汇编定稿等阶

段。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，且通过同行评议、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。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

刊特定版式（包括网络呈现版式）排版后的稿件，可暂不确定出版年、卷、期和页码。整期汇编定稿指出

版年、卷、期、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。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《出

版管理条例》和《期刊出版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；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、科学性和先进性，符合编

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，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；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、

出版的技术标准，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、符号、数字、外文字母、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。

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，录用定稿一经发布，不得修改论文题目、作者、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，

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。 

出版确认：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《中国学术期刊（光盘版）》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，在《中国

学术期刊（网络版）》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，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，在印刷

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、排版定稿、整期汇编定稿。因为《中国学术期刊（网络版）》是国家新闻出

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（ISSN 2096-4188，CN 11-6037/Z），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

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。 
 



 １　　　　 

基于六经病“欲解时”解读仲景时间医学的应用
∗

周千１ 　 易亚乔１∗∗　 陈延杰１ 　 刘林２ 　 宋祯彦１

(１.湖南中医药大学ꎬ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８ꎻ２.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ꎬ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７)

摘　 要:中医有关的时间医学理论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ꎬ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与自然界时间节律对应关系的

学科ꎮ 该理论起源于«黄帝内经»继承和发展于张仲景ꎬ重点体现在«伤寒论»六经病的“欲解时”等内容ꎬ阐述

其中蕴含的时间医学理论ꎮ 通过对相关医史文献的探索研究ꎬ着眼于仲景及后世医家对人体时间节律的认识、
疾病的发生发展节律以及择时治病等相关问题ꎬ综合近现代时间医学理论的发展ꎬ以丰富中医有关的时间医学

理论ꎬ指导临床实践ꎮ
关键词:伤寒论ꎻ时间医学ꎻ六经病“欲解时”ꎻ张仲景ꎻ文献研究

中图分类号:Ｒ２２２.２　 　 　 文献标识码:Ａ

　 　 时间医学是近年发展的一门时间生物学与现

代医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[１]ꎬ主张医学应该从时

间的角度出发去关注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ꎬ而
并非只停留在疾病诊断与治疗层面ꎮ 自该理论提

出后ꎬ有许多学者对时间医学理论进行了研究ꎬ作
为四大经典之一的«伤寒杂病论»当中蕴含着许多

时间医学的思想ꎬ但以六经病“欲解时”为切入点

的研究甚少ꎮ 本文将从“欲解时”出发ꎬ以中医时

间医学理论贯彻全文ꎬ从古代医籍、基本理论、现
代研究等多方面深入探析时间医学理论ꎮ

时间医学虽然是现代医学的产物ꎬ但对中医

来说ꎬ只是个新名词ꎬ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ꎮ 在

医史文献中ꎬ时间医学这一名词虽然没有被明确

提出ꎬ但是古代医家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对

生命时间节律性的探索ꎮ 在«左传昭公元年»有
关于“天有六气ꎬ降生五味六气曰阴、阳、风、
雨、晦、明也ꎮ 分为四时ꎬ序为五节ꎬ过则为灾” [２]

的记载ꎮ 这里的阴阳可以理解为四时的变化ꎬ风
雨为气候的变化ꎬ晦明为昼夜的变化ꎬ说明人体与

自然界息息相关ꎬ天之六淫能够伤人致病ꎬ而自然

界的阴阳盛衰消长变化ꎬ也可以协助人体正气祛

邪外出ꎬ即所谓的“天人相应”ꎬ这是一种认识的方

法论[３]ꎬ也是中医时间医学的雏形[４]ꎮ 在古代医

家的著作中ꎬ不仅详细记载了丰富的人体生理、病
理的时间节律ꎬ还包括了医家临床上进行择时论

治的经验ꎬ并且用独特的中医学理论和哲学思维

来论述人体时间节律机制[５]ꎮ
１　 «黄帝内经»与时间医学

中医有关的时间医学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

«黄帝内经»ꎬ其所包含的五运六气学说以“天人相

应”的思想为指导ꎬ应用天干地支来推算时年的运

气用以指导临床治疗[６]ꎬ是中医时间医学的重要

组成部分ꎮ 例如己亥之年ꎬ厥阴司天ꎬ«素问五

常政大论»就指出“厥阴司天体重肌肉萎ꎬ食
减口爽目转耳鸣” [７]ꎬ就是对当年易于发生脾

虚失于运化ꎬ清阳不升等病证的描述ꎮ «黄帝内

经»的时间医学理论为后世医家的论述奠定了

基础ꎮ
２　 «伤寒杂病论»中的时间医学

东汉末年ꎬ张仲景著述«伤寒杂病论»ꎬ他在继

承«黄帝内经»学术思想的基础上ꎬ根据自己所处

时代环境ꎬ通过自身长期观察和临床治疗经验ꎬ总

∗

∗∗

基金项目: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(８２００４１８４)ꎻ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(２０２１ＪＪ３００１８)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

项目( ２０１８Ｍ６３２９７２)ꎻ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资 助 科 研 项 目 ( １８Ａ２０６ )ꎻ 湖 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科 研 课 题

(２０２２０３１０５６８２)ꎻ湖南省中医药科研基金项目(Ｄ２０２２１０４)
通讯作者:易亚乔ꎬ副教授ꎮ Ｅ￣ｍａｉｌ:３７５２４８６８３＠ ｑｑ.ｃｏｍ

网络首发时间：2024-04-11 15:15:23
网络首发地址：https://link.cnki.net/urlid/61.1501.R.20240409.1330.008



 ２　　　　 

结出了许多疾病传变的时间规律ꎬ并把时间医学

运用到所创立的六经辨证的实践应用当中ꎬ为后

世医家研究中医时间医学提供了思路ꎮ
２.１　 «伤寒论»六经病“欲解时” 　 在«伤寒论»的
六经辨证当中ꎬ以“提纲句”为其辨证要点[８]ꎬ针对

每一经证张仲景都提出了“欲解时”的条文ꎮ 所谓

的“欲解时”ꎬ就是指疾病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内

恢复或减轻ꎬ而医家也应当在相应的时间来治疗

相应的疾病ꎬ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ꎬ这就是«伤
寒论»中所蕴含的择时治病的原则ꎬ是将疾病的阴

阳属性与自然界的昼夜阴阳变化相结合所得出的

临证经验ꎮ
«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»第 ９ 条所讲的

“太阳病欲解时ꎬ从巳至未上” [９]ꎬ就是讲太阳病容

易在巳、午、未三个时刻恢复ꎮ 但我们知道ꎬ太阳

病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疾病ꎬ其中有急性突发的ꎬ也
有慢性反复发作的ꎬ而我们将疾病观放大后ꎬ慢性

疾病的“欲解时”就不能机械地从一天中的时间来

理解了ꎬ这十二时辰就可以是一年中的十二个月ꎬ
甚至也可以是十二年[１０]ꎮ 例如“从巳至未上”实

则有三个层面的意思ꎬ涉及到一日、一月、一年中

的“巳至未上”了[１１]ꎮ 而所谓太阳ꎬ就是诸阳主

气ꎬ阳经之长的意思ꎮ 在运气学说当中ꎬ太阳为寒

水ꎬ需要阳气的温通气化ꎮ 原文第 ７１ 条中所讲的

“若脉浮ꎬ小便不利ꎬ微热消渴者ꎬ五苓散主之[９] ”ꎬ
对于“消渴”这一症状ꎬ五苓散中没有用到一味滋

阴生津药ꎬ而是以茯苓、猪苓、泽泻淡渗利湿、通利

水气使病邪从小便而出ꎬ辅以桂枝温通助阳气化ꎬ
使得人体内水能够正常循环ꎬ则“消渴”症状自然

消除ꎮ 同样ꎬ在自然界中ꎬ水受阳气蒸腾气化而

上ꎬ即«素问阴阳应象大论»中所表述的“地气上

为云” [１２]ꎮ 对比在人体中ꎬ太阳经证的形成ꎬ就是

肺宣发功能失常ꎬ地气不能上为云ꎬ所以仲景采用

发汗的治法ꎬ使病邪随汗出而解ꎬ这也是符合道家

“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ꎬ道法自然”的理论ꎮ
而人体之阳气ꎬ若天与日ꎬ天之阳气随时间盛

衰变化ꎬ人亦如此ꎮ 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阳气最旺ꎬ
人体阳气得天之相助亦盛于外ꎬ则风寒之邪易于

解除ꎬ有利于太阳病的恢复ꎮ 而阳明却为多气多

血之经ꎬ一旦发病就会表现出大实、大热的正邪交

争之象ꎬ因此«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»第 １９３
条讲“阳明病欲解时ꎬ从申至戌上” [９]ꎬ就是利用了

这一时间太阳逐渐西下ꎬ自然界阳气也随之衰减ꎬ
阳明病的大实大热之证也随之减退的缘故ꎮ 同

时ꎬ我们可以发现ꎬ六经病的每一“欲解时”都是由

三个时辰构成ꎮ 且三阳病的“欲解时”多在白昼ꎬ
三者相接但并无交错ꎻ三阴病的“欲解时”多在夜

晚ꎬ三者相互交错相融[１３]ꎮ 其原因ꎬ正如«素问
生气通天论»中所言:“平旦人气生ꎬ日中而阳气

隆ꎬ日西而阳气已虚ꎬ气门乃闭ꎮ” [７] 这说明人与自

然相统一ꎬ自然界六气的变化ꎬ影响着人体生理和

病理的变化ꎮ 人体一旦得病ꎬ又可以通过外界的

气候变化来平衡体内阴阳[１４]ꎬ使疾病向治愈的方

向发展ꎮ
与此同时ꎬ“欲解时”有关的这些条文ꎬ也为临

床诊断提供了思路ꎮ 例如在 ３ ∶ ３０~４ ∶ ３０ 失眠伴

手足心发热ꎬ就属于张仲景所讲的“厥阴病欲解

时ꎬ从丑至卯上” [９]ꎬ就可以考虑该病属厥阴证ꎬ方
用乌梅丸加减ꎬ临床效果显著[１５]ꎮ “欲解时” 条

文ꎬ将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ꎬ对中医相关时间医

学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[１６]ꎮ
２.２　 «伤寒论»中蕴含的时间治疗学 　 时间治疗

学是依据人体生理、病理节律及所采用的治法本

身的节律特点ꎬ制定出最适合临床的治疗方案ꎬ归
属于时间医学的范畴ꎮ 现代医学通过科学实验证

明了药物的疗效和毒性与服药时间有着密切联

系ꎬ大多数药物都有其最佳的服用时间ꎬ从而提出

择时服药的理论ꎮ 而张仲景早在千年前就发现并

运用了这一规律ꎬ«伤寒论»原文的许多方后注中ꎬ
都有张仲景关于服药方法和时间的表述ꎮ 如原文

第 １３１ 条大陷胸丸的服药方法为“温顿服之ꎬ一宿

乃下ꎬ如不下更服ꎬ取下为效” [９]ꎮ 张仲景认为大

陷胸丸最适合的服药时间便是傍晚ꎬ药物的趋下

作用与人体气机在夜晚的收敛相吻合ꎬ能够更好

地发挥药力ꎮ 相反ꎬ发汗解表药就应当在上午服

用ꎬ与“平旦而阳气生”相吻合ꎬ借阳气外出而祛邪

达表ꎮ
３　 历代部分注家对“欲解时”的认识

在张仲景完成«伤寒杂病论»的著述后ꎬ这一

著作曾一度因战乱处于散失状态ꎬ后经晋代王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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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、宋代王洙等人的整理ꎬ«伤寒杂病论»才得以展

现在世人面前ꎬ影响着后世的理法方药ꎮ 因此ꎬ许
多医家都对这部巨作进行了注解ꎬ提出自己的认

识与看法ꎬ其中不乏对“欲解时”这一重要时间医

学理论的探讨ꎮ
３.１　 成无己 　 宋代成无己«注解伤寒论»是现存

第一部全文注解«伤寒论»的著作ꎬ其中对于仲景

所述的六经病“欲解时”ꎬ成氏有着自己的解释ꎮ
他在«注解伤寒论辨太阳病脉症并治法上第五»
中详细地论述了太阳病的“欲解时”ꎬ成无己提出

“巳为正阳ꎬ则阳气得以复也阳三经解时ꎬ从
寅至戌ꎬ以阳道常饶也” [１７] 成氏认为ꎬ巳时为

正阳之时ꎬ阳气来复则太阳病可解ꎬ此外成无己发

现了三阳经与三阴经所主病证的“欲解时”是不完

全对等的ꎬ成氏将这一规律高度的概括为“阳道常

饶ꎬ阴道常乏”ꎬ这是对于欲解时的全面把控[１８]ꎮ
六经病的“欲解时”ꎬ一般都在该经的主气之

时ꎬ得旺气而解ꎬ唯独少阴病与之不同ꎮ 成氏提

出:“阳生于子ꎬ子为一阳ꎬ丑为二阳ꎬ寅为三阳ꎬ少
阴解于此者ꎬ阴得阳则解也ꎮ” [１７] 这一不同于其他

五经病条文的看法ꎮ 子、丑、寅时ꎬ正为自然界阳

气生长之时ꎬ而少阴肾藏人体之元阳ꎬ自然界阳进

则阴退ꎬ人体少阴病即解于阳生之时ꎮ 这一看法ꎬ
为后世医家的研究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ꎬ清
代医家喻嘉言就注意到了少阴欲解时的不同ꎬ并
在«尚论篇»中提出了类似的见解ꎮ
３.２　 张志聪　 清代医家张志聪在«伤寒论集注
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» “太阳病欲解时”一条中指

出“午乃太阳中天之时人得天时之助则正气

盛而邪病鲜矣” [１９]ꎮ 张志聪的观点可以概括为

“天人相应”ꎬ他认为外感之太阳病证ꎬ在其“欲解

时”人体阳气得天之助更加充实ꎬ即可更好地驱邪

外出ꎮ
３.３　 郑钦安 　 清末医家郑钦安在«伤寒恒论»解

释“太阳病欲解时”时指出:“此言风寒之轻者也ꎬ
逢太阳旺时ꎬ亦可自解也ꎮ” [２０] 从书中多条论述当

中ꎬ发现郑钦安的观点可以理解为在邪气并非旺

盛之时ꎬ病邪会在正气所主之时自然消退ꎬ邪气作

为发病的重要因素影响着医者的治疗ꎬ面对邪气

较旺之病ꎬ如果医者能够利用好这一时机ꎬ投以恰

当的药物ꎬ也会收获意外效果ꎮ
４　 现代医学研究对时间医学的认识

时间医学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ꎬ现代医学对

其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ꎮ 关于张仲景择时服药的

相关理论已经被国外医学研究者所认识到ꎮ 例如

Ｍａｎｆｒｅｄｉｎｉ 通过大量临床报告ꎬ证实了在夜晚服用

抗高血压药物能够更好地降低心血管意外发生的

可能性[２１]ꎮ
在对少阴病“欲解时”的研究上ꎬ有研究建立

了少阴病“心肾阳虚证”的动物模型ꎬ通过对大鼠

血清生化指标谷草转氨酶(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 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￣
ｆｅｒａｓｅꎬＡＳＴ)、乳酸脱氢酶( Ｌａｃｔ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ꎬ
ＬＤＨ)、肌酸激酶(Ｃｒｅａｔ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ꎬＣＫ)及肌酸激酶

同工酶(Ｃｒｅａｔ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ｉｓｏｅｎｚｙｍｅｓꎬＣＫ￣ＭＢ)含量的

比较ꎬ发现模型组大鼠的相关指标在“非欲解时”
(丑时)高于“欲解时”(未时)的水平ꎬ说明在少阴

病的“欲解时”这一时间段少阴心经本经的阳气生

发ꎬ正邪交争ꎬ人体得自然界阳气之助抗邪于外ꎬ
有利于心脏疾病的恢复[２２]ꎮ

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证实了时间医学的可靠

性ꎮ «素问 脏气法时论»讲到“脾主长夏”ꎬ也就

是说脾气在长夏之际最为旺盛起主导作用ꎬ而与

此同时长夏之时的湿热之气也容易困阻脾胃ꎬ导
致脾的运化功能出现障碍ꎮ 研究表明ꎬ负责水液

传输的水通道蛋白( ａｑｕａｐｏｒｉｎｓꎬＡＱＰｓ 蛋白)在长

夏的表达远高于其他四时[２３]ꎬ说明长夏季节肠道

运输水液的能力有所增强ꎬ若在此时加以治疗、调
整ꎬ对一些脾胃病会有更好的疗效ꎮ

生理性的生物节律调节研究也受到学者的关

注ꎬ以一天为周期的昼夜节律是最为重要的ꎮ 人

体许多功能都表现出明显的昼夜节律ꎬ例如人体

的血压在清晨 ３ ∶ ００~５ ∶ ００ 是最低的ꎬ在此后 ３ ｈ
左右开始出现高峰ꎬ并在白昼保持一定的水平ꎬ入
夜后又开始逐渐降低ꎮ 现代研究证实了调控这一

生理节律的组织———昼夜节律钟的存在ꎬ其核心

的解剖位置就位于下丘脑视交叉上核处[２４]ꎬ为时

间医学理论再度提供了有力论据ꎮ
５　 时间医学在临床治疗中的运用

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在

２０２０ 年成功治疗了一例脑梗后不明原因呃逆的患



 ４　　　　 

者ꎬ就诊时正值 １４ ∶ ００ꎬ乃足厥阴肝经循行时间ꎬ
医者以子午流注理论为基础选取太冲穴ꎬ针刺后

呃逆遂止[２５]ꎮ 而侯学思等[２６] 在针灸治疗过程强

调“时”的概念ꎬ除在选穴上考虑通常意义上的季

节、时辰ꎬ应该进一步理解为“掌握时机、候气而

刺” [２７]ꎬ就是在留针、出针的时机和方式上也结合

时间医学的理论ꎬ将这一思维贯穿于整个临床诊

疗活动当中ꎮ
邹涛等[２８] 以高血压病为对象进行了临床研

究ꎬ针对肝火上炎的证型ꎬ结合子午流注理论ꎬ选
取手少阴心经循行的午时ꎬ参考国医大师邓铁涛

教授浴足方ꎬ以天麻、川芎、夏枯草、怀牛膝、钩藤

等入药ꎬ按水煎剂配方制成粉剂加入沸水中浴

足[２９]ꎬ意在平肝潜阳息风ꎬ引火下行[３０]ꎬ进而通过

临床观察与统计分析得出其效果显著优于未择时

治疗的患者ꎮ
６　 小结

综上所述ꎬ中医相关的时间医学理论自提出

以来ꎬ被广大学者所认可ꎬ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

理论体系ꎮ 本文主要基于仲景«伤寒论»六经病

“欲解时”理论ꎬ结合中国古代医家文献与现代理

论、临床研究ꎬ深入贯彻仲景“时间”思维ꎬ从时间

的角度论述人体的生理、病理状态ꎬ疾病的发生转

归、医家的用药治疗ꎬ得出中医辨证是无法脱离自

然界时间变化[３１]的结论ꎬ将仲景的“欲解时”理论

与时间医学相关联ꎬ丰富了中医相关时间医学理

论的内容ꎬ可以帮助医者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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